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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本刊中 包含“

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毒”的 相关文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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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  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疑似病料接种Marc145细胞，发现该病料可使Marc145细胞产生CPE, 应用猪蓝耳

病病原检测试剂盒从细胞培养物中检测到PRRSV，命名为Gs/Lzh/07株。同时应用RT-PCR方法扩增该分离毒株

的非结构蛋白Nsp2基因，并进行了序列测定，发现所扩增到的Nsp2基因有90个核苷酸的缺失。序列比对结果

表明:该分离病毒Nsp2基因与经典毒株PRRSV-ch-1a核苷酸同源性为83.0%，氨基酸同源性为72.7%；与高

致病性变异毒株NX和SD核苷酸同源性为95.5%，氨基酸同源性为90.9%，可见该毒来源于2006-2007年流行
毒株，说明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变异病毒已经在甘肃省存在。该毒株的成功分离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流行病学调查

分析提供数据，也为预防控制该病积累了资料。Nsp2的特性分析为揭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PRRSV在甘肃省的流
行特点提供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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